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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
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可以建造起来的。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
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
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人人都争当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
人人都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
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
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
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

一个从不标榜自己是领袖的人，一个简单至纯的人，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化巨人，这个人就是胡适
。
他学识渊博，博古通今，在文学、哲学、史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作为，他谈人生谈理想谈时政
谈普世，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神秘色彩，他的言行思想至今影响着后人。
本书收录了胡适一生中经典的论著、杂文、戏剧、诗词研究以及部分演讲稿，从不同角度再现胡适思
想的精髓及政治见解，时间的沉淀还原了胡适当时的英明与伟大，书中的内容均为未删节完整版，力
将最原始最真实的著述毫无保留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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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
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

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留学，康奈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
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杜威。
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夏天回国。
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
都有深入的研究。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容忍与自由>>

书籍目录

九年的家乡教育
介绍自己的思想
我的信仰
不朽——我的宗教
归国杂感
终身大事
我的歧路
我们要我们的自由
慈幼的问题
容忍与自由
易卜生主义
差不多先生传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三论问题与主义
自由主义是什么
杜威先生与中国
贞操问题
贞操就是爱情吗
从拜神到无神
谈谈诗经
我们对待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信心与反省
打破浪漫病
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
中国文艺复兴
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容忍与自由>>

章节摘录

我生在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891年12月17日），那时候我家寄住在上海大东门外。
我生后两个月，我父亲被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调往台湾；江苏巡抚奏请免调，没有效果。
我父亲于光绪十八年二月底到台湾，我母亲和我搬到川沙住了一年。
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1893年2月26日）我们一家（我母，四叔介如，二哥，三哥）也从上海到台湾。
我们在台南住了十个月。
十九年五月，我父亲做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
台东是新设的州，一切草创，故我父不带家眷去。
到十九年底，我们才到台东。
我们在台东住了整一年。
甲午（1894年）中日战事开始，台湾也在备战的区域，恰好介如四叔来台湾，我父亲便托他把家眷送
回徽州故乡，保留二哥跟着他在台东。
我们于乙未年（1895年）正月离开台湾，二月初十日从上海起程回绩溪故乡。
那年四月，中日和议成，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台湾绅民反对割台，要求巡抚唐景松坚守。
唐景松请西洋各国出来干涉，各国不允。
台人公请唐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帮办军务刘永福为主军大总统。
我父亲在台东办后山的防务，电报已不通，饷源已断绝。
那时他已得脚气病，左脚已不能行动，他守到闰五月初三日，始离开后山。
到安平时，刘永福苦苦留他帮忙，不肯放行。
到六月二十五日，他双脚都不能动了，刘永福始放他行。
六月二十八到厦门，手足俱不能动了。
七月初三日他死在厦门，成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
口的椅子上。
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
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
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我父亲死时，我母亲只有二十三岁。
我父初娶冯氏，结婚不久便遭太平天国之乱，同治二年（1863年）死在兵乱里。
次娶曹氏，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死于光绪四年（1878年）。
我父亲因家贫，又有志远游，故久不再续娶。
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他在江苏候补，生活稍稍安定，他才续娶我的母亲，我母亲结婚后三天，
我的大哥也娶亲了。
那时我的大姐已出嫁生了儿子。
大姐比我母亲大七岁。
大哥比她大两岁。
二姐是从小抱给人家的。
三姐比我母亲小三岁，二哥、三哥（孪生的）比她小四岁。
这样一个家庭里忽然来了一个十七岁的后母，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难，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苦痛。
结婚后不久，我父亲把她接到了上海同住。
她脱离了大家庭的痛苦，我父又很爱她，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认字读书，这几&lsquo;年的生活是很快乐
的。
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
父亲做教师，母亲便在旁做助教。
我认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温习她的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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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
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
我也认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的
字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聚生活的纪念。
我母亲二十三岁就做了寡妇，从此以后，又过了二十三年。
这二十三年的生活真是十分苦痛的生活，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
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
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只有几句话。
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康儿（我的名子叫嗣糜，糜字音门）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
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
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
我十一岁的时候，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亲问他们道：&ldquo;糜今年十一岁了。
你老子叫他念书。
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
&rdquo;二哥不曾开口，三哥冷笑道：&ldquo;哼，念书！
&rdquo;二哥始终没有说什么。
我母亲忍气坐了一会，回到了房里才敢掉眼泪、她不敢得罪他们，因为一家的财政权全在二哥的手里
，我若出门求学是要靠他供给学费的。
所以她只能掉眼泪，终不敢哭。
但父亲的遗嘱究竟是父亲的遗嘱，我是应该念书的。
况且我小时很聪明，四乡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是能够念书的。
所以隔了两年，三哥往上海医肺病，我就跟他出门求学了。
我在台湾时，大病了半年，故身体很弱。
回家乡时，我号称五岁了，还不能跨一个七八寸高的门槛。
但我母亲望我念书的心很切，故到家的时候，我才满三岁零几个月，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名机）
的学堂里读书了。
我的身体太小，他们抱我坐在一只高凳子上面。
我坐上了就爬不下来，还要别人抱下来。
但我在学堂并不算最低级的学生。
因为我进学堂之前已认得近一千字了。
因为我的程度不算&ldquo;破蒙&rdquo; 的学生，故我不须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
诗》一类的书。
我念的第一部书是我父亲自己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叫做《学为人诗》，他亲笔抄写了给我的。
这部书说的是做人的道理。
我把开头几行抄在这里：为人之道，在率其性。
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
以下分说五伦。
最后三节，因为可以代表我父亲的思想。
我也抄在这里：五常之中，不幸有变，名分攸关，不容稍紊。
义之所在，身可以殉。
求仁得仁，无所允怨。
古之学者，察于人伦，因亲及亲，九族克敦；因爱推爱，万物同仁。
能尽其性，斯为圣人。
经籍所载，师儒所述，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穷理致和，返躬践实，龟勉于学，守道勿失。
我念的第二部书也是我父亲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名叫《原学》，是一部略述哲理的书。
这两部书虽是韵文，先生仍讲不了，我也懂不了。
我念的第三部书叫做《律诗六钞》 ，我不记得是谁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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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来，我不曾重见这部书，故没有机会考出此书的编者；依我的猜测，似是姚鼐的选本，但我
不敢坚持此说。
这一册诗全是律诗，我读了虽不懂得，却背得很熟。
至今回忆，却完全不记得了。
我虽不曾读《三字经》等书，却因为听惯了别的小孩子高声诵读，我也能背这些书的一部分，尤其是
那五七言的《神童诗》，我差不多能从头背到底。
这本书后面的七言句子，如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
我当时虽不懂得其中的意义，却常常嘴上爱念着玩，大概也是因为喜欢那些重字双声的缘故。
我念的第四部书以下，除《诗经》，就都是散文的了。
我依诵读的次序，把这些书名写在下面：（1 ）《孝经》。
（2 ）朱子的《小学》，江永集注本。
（3 ）《论语》。
以下四书皆用朱子注本。
（4 ）《孟子》。
（5 ）《大学》与《中庸》。
《四书》皆连注文读）（6 ）《诗经》，朱子《集传》本。
（注文读一部分）（7）《书经》，蔡沈注本。
（以下三书不读注文）（8）《易经》，朱子《本义》本。
（9）《礼记》。
读到了《论语》的下半部，我的四叔父介如先生选了颖洲府阜阳县的训导，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
交给族兄禹臣先生（名观象）。
四叔是个绅董，常常被本族或外村请出去议事或和案子；他又喜欢打纸牌（徽州纸牌，每副一百五十
五张），常常被明达叔公，映基叔，祝封叔，茂张叔等人邀出去打牌。
所以我们的功课很松，四叔往往在出门之前，给我们&ldquo;上一进书&rdquo;，叫我们自己念；他到
天将黑时，回来一趟，把我们的习字纸加了圈，放了学，才又出门去。
四叔的学堂里只有两个学生，一个是我，一个是四叔的儿子嗣林，比我大几岁。
嗣林承继给瑜婶。
（星五伯公的二子，珍伯，瑜叔，皆无子，我家三哥承继珍伯，林哥承继瑜婶。
）她很溺爱他，不肯管束他，故四叔一走开，林哥就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了。
（他们和四叔住一屋，学堂在这屋的东边小屋内。
）我的母亲管的严厉，我又不大觉得念书是苦事，故我一个人坐在学堂里温书念书，到天黑才回家。
禹臣先生接收家塾后，学生就增多了。
先是五个，后来添到十多个，四叔家的小屋不够用了，就移到一所大屋&mdash;&mdash;名叫&ldquo;来
新书屋&rdquo;。
最初添的三个学生，有两个是守港叔的儿子，嗣昭，嗣逢。
嗣昭比我大两三岁，天资不算笨，却不爱读书，最爱&ldquo;逃学&rdquo;，我们土话叫做&ldquo;赖
学&rdquo;。
他逃出去，往往躲在麦田或稻田里，宁可睡在田里挨饿，却不愿念书。
先生往往差嗣林去捉；有时候，嗣照被捉回来了，总得挨一顿毒打；有时候，连嗣林也不回来了，他
乐得不回来了，因为这是&ldquo;奉命差遣&rdquo;，不算是逃学！
我常觉得奇怪，为什么嗣昭要逃学？
为什么一个人情愿挨饿、挨打，挨大家笑骂，而不情愿念书？
后来我稍懂得世事才明白了，港叔自小在江西做生意，后来在九江开布店，才娶妻生子；一家人都说
江西话。
回家乡时，嗣昭弟兄都不容易改口音；说话改了，而嗣昭念书常带江西音，常常因此吃戒方或
吃&ldquo;作瘤栗&rdquo;。
（钩起五指，打在头上，常打起瘤子，故叫做&ldquo;作瘤栗&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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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先生不原谅，难怪他不愿念书。
还有一个原因。
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太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
先生对于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背死书，从来不肯为他们&ldquo;讲
书&rdquo;。
小学生初念有韵的书，也还不十分叫苦。
后来念《幼学琼林》 《四书》一类的散文，他们自然毫不觉得有趣味，因为全不懂得书中说的是什么
。
因为这个缘故，许多学生常常赖学，先有嗣昭，后来有个士祥，都是有名的&ldquo;赖学胚&rdquo;。
他们都属于这每年两元钱的阶级。
因为逃学，先生生了气，打的更利害。
越打的利害，他们越要逃学。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ldquo;两元&rdquo;的阶级。
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
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ldquo;打破纪录&rdquo;的了。
我母亲大概是受了我父母的叮嘱，她嘱托四叔和禹臣先生为我&ldquo;讲书&rdquo;：每读一字，须讲
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
我先已认得了近千个&ldquo;方字&rdquo;；每个字都经过父亲的讲解，故进学堂之后，不觉得艰苦。
念的几本书虽然有许多是乡里先生讲不明白的，但每天总遇着几句可懂的话。
我最喜欢朱子《小学》里的记述古人行事的部分，因为那些部分最容易懂得，所以比较最有趣味。
同学之中有念《幼学琼林》的，我常常帮他们的忙，教他们不认得的生字，因此常常借这些书看；他
们念大字，我却最爱看《幼学琼林》的小注，因为注文中有许多神话和故事，比《四书》《五经》有
趣味多了。
有一天，一件小事使我忽然明白我母亲增加学金的大恩惠。
一个同学的母亲来请禹臣先生代写家信给她的丈夫；信写成了，先生交她的儿子晚上带回家去。
一会儿，先生出门去了，这位同学把家信抽出来偷看。
他忽然过来问我道：&ldquo;糜，这信上第一句&lsquo;父亲大人膝下&rsquo;是什么意思？
&rdquo;他比我只小一岁，也念《四书》，却不懂&ldquo;父亲大人膝下&rdquo;是什么！
这时候，我才明白我是一个受特别待遇的人，因为别人每年出两块钱，我去年却送十块钱。
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
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ldquo;揭谛揭谛，波罗揭谛&rdquo;，全无用处。
当我九岁时，有一天我在四叔家东边小屋里玩耍。
这小屋前面是我们的学堂，后边有一间卧房，有客来便住在这里。
这一天没有课，我偶然走进那卧房里去，偶然看见桌子下一只美孚煤油板箱里的废纸堆中露出一本破
书。
我偶然捡起了这本书，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书面也扯破了，但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
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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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40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且在40年间，没有迷茫，没有&lsquo;
最后见解&rsquo;的人，除了胡适，简直找不到第二个。
&rdquo;&mdash;&mdash;李敖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就连大陆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
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格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
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
&mdash;&mdash;张爱玲错过了胡适，中国错过了100年！
&mdash;&mdash;熊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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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胡适，他是中国第一位享有35个博士头衔的学者，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承前启后的第一人，是倡导文学
改良的第一人，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他是北大校长、驻美大使、学者、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诗人，是青年导师，学界泰斗，也是
社会的意见领袖。
胡适自始至终都在为现代普世价值的传播作护航。
蒋介石评价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
而他自认为自己只是个简单的学者，在传统伦理中挖掘新思想净化社会与国家，引用西方的精神思想
和科学武装人民的头脑和胸怀。
胡适思想充分体现了自由、民主、科学、革新的进取精神，他毕生都在推崇新道德，新文化运动的改
革。
在国人被民族主义冲昏头脑时，唯有他能保持理智看清局势，他曾被批判的最凶，被攻讦的最狠，被
否定的最无情，他的一生虽然带着传奇的色彩，却也遭遇了最不公平的对待，然而这一切并没击垮他
。
正如熊培云对其的评价：他是思想之君，而不是暴力之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当今社会他的言行仍具有指导意义，思想彰显出了高度与深度，品德彰显出了精度与广度。
也更好地证明了他的前瞻性和独到性。
你可以不读历史，不讨论国事，但你不能不读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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